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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建华 通讯员 李华东）2 月 25 日、26 日，拔山

镇组织相关人员前往大足区铁山镇、北碚区天府镇、大渡口区跳

蹬镇等地，观摩学习特色农业产业、农文旅教融合发展等项目。

铁山镇地处大足区西北部，幅员 59.97 平方公里，自然资源丰

富，成功探索出“粮药轮种”、川穹种植、“水稻+小龙虾”等新型

产业模式。在铁山镇相关负责人介绍下，学习组详细了解了铁

山镇在发展万亩粮药轮作、伏淡季水果以及冬虾产研方面的经

验做法。在天府镇三间田艺术农场，学习组成员同农场相关负

责人进行了深入交谈，详细询问了关于土地流转、业态发展情

况、文化 IP、运营模式的相关细节，希望能把更多发展经验与思

路带回拔山镇，为阿金河乡村公园的发展“送宝”。

此次学习考察，为拔山镇进一步抓好特色产业发展，推进阿

金河乡村旅游公园建设，开拓了新视野、开阔了新思路。接下

来，拔山镇会将学习到的宝贵经验切实运用到发展中，推动全镇

发展迈上新台阶。

拔山镇
“外出取经”探索乡村发展新思路

菜花绽放、孔雀开屏、小桥流水……2 月

27 日，忠县马灌镇“灌湖水乡”景区，几名汉

服爱好者或踏青赏景、或翩翩起舞、或拍照

留影……她们提前到这里“打卡”，感受乡村

田园的浓浓春意。

马灌镇土地肥沃，享有“忠县粮仓”之美

誉。2018 年，该镇利用倒灌湖的资源优势，

种植油菜 1.2 万亩，并取名“灌湖水乡”。

油菜烂漫几多时，恰是微醺好时光。每年

三月，马灌镇的万亩油菜花金色闪耀、花浪翻

腾，将山川和村落装点得格外美丽，成为忠县

乡村的一道独特风景线。“灌湖水乡”逐渐成

为一个以田园风光为主体，以“自然、生态、旅

游、休闲”为主题的乡村旅游目的地，自 2018

年以来累计接待游客100万余人次。

据了解，“香村甜园·多彩马灌”第六届

灌湖水乡菜花节，定于 3 月 4 日至 30 日举

行。此次活动分为一生一世花海跑、一村一

品擂台赛、一周一韵展乡风、一景一园研学

旅等 4 个主题，每个主题开展时间为一周。

“1314 花海跑”于 3 月 4 日举行，第六届

灌湖水乡菜花节的序幕自此正式拉开。届

时，忠县、石柱、丰都、梁平、垫江等区县及重

庆主城的众多跑步爱好者，将云集“灌湖水

乡”一决高下。景区还有水上飞人、水上摩

托艇、水上平衡木等表演，将为游人带来一

场视觉盛宴。

记者 余鸿 摄影报道

3月4日，马灌镇邀你到“灌湖水乡”跑步赏花

在河北省张北县玉狗梁村，村民只需在手机上“一键下单”，

优质好物就能送到家门口；在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商业综合

体、连锁超市、家电大卖场等拔地而起，县乡居民购物更方便了；

在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依托重庆市供销合作社牵头建设的农

村电商综合服务平台，蔬菜实现产销两旺……近年来，随着物流

通道更加顺畅，优质商品加速下沉，消费环境日益改善，我国乡

村市场活力得到持续有效激发。

我国有 2800 多个县级行政区、3.8 万多个乡级行政区，县乡人

口数量众多。构建新发展格局，把战略基点放在扩大内需上，农

村有巨大空间，可以大有作为。数据显示，2022 年我国农村网络

零售额达 2.17 万亿元，95%的建制村实现快递服务覆盖。各地大

力加强乡村市场体系建设，提升农产品流通服务水平，有力促进

农民增收与消费提质形成良性循环。但总体看，县域商业尤其

是村镇商业发展依然滞后，流通梗阻依然存在，商品和服务有效

供给依然不足。《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 年）》提出：

“完善乡村市场体系。”未来还需围绕完善流通设施、增加优质商

品和服务、改进监督管理方式等多下功夫，进一步推动乡村市场

扩容升级。

商超、便利店等零售终端少，物流配送时效慢，农产品流通网

络不健全等，是不少县域地区流通体系的短板，需要完善流通设

施，畅通下沉和上行双通道。健全农村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在商

业设施上，应当抓紧推进对县城、乡镇和村三级商业设施的“三

个一批”改造升级，满足农民便利消费、就近销售需求；在物流设

施上，要加快完善以县级物流节点为核心、乡镇服务站点为骨

架、村级末端网点为延伸的县乡村三级物流节点设施体系，完善

农村电商配套服务。升级过程中，要充分利用数字化、智能化工

具，推动农村传统商业企业大规模应用现代信息技术，进一步扩

大农村电商覆盖面，有效畅通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双向流通

渠道。

我国是制造业和生活服务业大国，完全有能力、有条件提供

更多适合农村消费特点的优质商品和服务，满足农村居民消费

升级需求。在广大农村地区，品质型消费正逐渐取代温饱型消

费。我们既要推动农村居民汽车、家电、家具、家装消费升级，也

要让城市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在乡村落地生根。乡村有着丰富的

服务资源，可结合实际情况，发展乡村旅游、民俗、特色文化、休

闲农业等服务产业，推动农村商旅文娱体融合发展，充分满足县

乡居民个性化、多元化、中高端消费需求。

受多种因素影响，过期食品、“三无”食品、山寨货等在一些

农村地区依然可见。针对假冒伪劣产品扰乱农村市场秩序、带

来安全隐患的问题，必须改进监督管理方式，优化乡村市场消费

环境。未来，要继续把规范农村市场秩序和加强市场监管放在

突出位置，全力营造安全放心的农村消费环境，通过充实基层执

法力量，加大执法力度，完善城乡联动机制，加强源头治理，严厉

打击农村生产经营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经营行为。与此同时，

要加大宣传力度，推动农村诚信体系建设，加强行业自律。

扩内需，最大潜力在农村，建立健全现代乡村市场体系是重

要保障。我们必须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起来，以渠道下

沉和农产品上行为主线，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市场倾斜。随着

县域商业建设行动的深入实施，县域统筹，以县城为中心、乡镇

为重点、村为基础的农村商业体系正加速建立完善。把握流通

变革趋势，顺应流通发展规律，推动乡村市场体系高质量发展，

我们一定能促进农民收入和农村消费实现双提升，为我国消费

升级和产业发展带来持续的牵引

力。

来源：《人民日报》2023年 03

月 01日第 05 版

做好乡村市场体系建设大文章
□齐志明

工人在生产车间包装甘薯产品。

“我们与宜乐家供应链 3000 万元订

单的合作协议在这个春天已经签订成

功，我们的产品将上架高铁线、火车站、

机场等。目前还有多家公司正在洽谈

中，预计今年能签下 5000 万元的订单。”

近日，重庆忠味堂有机食品有限公司负

责人付现余激动地告诉记者，“在这个

美丽的春天，我们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曾濒临停产的忠味堂公司，为何迎

来“涅槃重生”？

资金短缺，企业遭遇“寒冬”

忠 味 堂 公 司 位 于 忠 县 石 黄 镇 金 星

社区。2016 年，石黄镇招商引入忠味堂

公 司 ，带 动 村 民 栽 种“ 忠 薯 一 号 ”新 品

种，同时新建粉丝、苕皮、方便粉丝加工

厂。“忠薯一号”甘薯出粉率高，每 2 公

斤就能生产出 0.5 公斤淀粉，加工的粉

丝纯度高、无杂质，很受市场欢迎，被评

为第二十二届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

贸易洽谈会优质农产品，还出口新西兰

等地。

2017 年，忠味堂公司被列为农业产

业化市级龙头企业。公司旗下“忠薯一

号”甘薯、“忠薯一号”甘薯淀粉、东坡葛

根淀粉、豌豆水晶粉丝、忠味堂汤圆粉、

阴米等产品取得绿色食品认证，产品曾

荣获中国首届特色旅游商品铜奖、“创

客中国”总决赛三等奖、全国第八届“金

悦杯”擂台赛一等奖。

两 年 内 ，忠 味 堂 公 司 实 现 年 产 值

2000 万元，带动全镇 30 余人就业，1500

多户村民栽种甘薯 3000 余亩。企业最

红火时，全镇村民 3 个月内就可凭种植

甘薯增收 200 余万元。

但从 2019 年底开始，忠味堂公司因

受新冠疫情、资金链断裂等影响，企业

订单流失严重。2020 年呈现半停产状

态，有订单就生产，没订单就歇业。全

镇甘薯种植面积减少到 500 亩，工厂工

人及种植甘薯群众积极性严重受挫，企

业濒临破产。

政府搭桥，为其输入“血液”

一个偏远小镇，难得培育起一个带

动性强的农产品加工企业。

“企业经营困难，不能简单地认为

是受疫情影响，也不能只看到资金短缺

的表象，必须静下心来研究企业存在的

问题。如果这个产业有前景、有市场，

我们就应该千方百计把它盘活做强。”

石黄镇党委负责人意识到这个问题。

流动资金不足、管理模式单一、市

场开拓不够、产品研发不足……一场场

把脉问诊会，在企业车间、田间地头、主

管部门、市场客户间陆续展开。

找到了症结，一场合力盘活企业的

行动随即展开。

“政府搭建‘鹊桥’，解决忠味堂公

司资金难题！”一次把脉问诊会上，石黄

镇政府和各级职能部门形成共识。

2021 年下半年，石黄镇通过招商成

功引入重庆友谊畜产品有限公司为忠

味 堂 注 资 1800 万 元 ，用 于 偿 还 银 行 债

务，兑现工人工资和社保，支付土地流

转费和改扩建厂房，并引进职业经理人

付现余担任厂长。

石黄镇政府随即组建服务专班，积

极 帮 助 忠 味 堂 公 司 解 决 资 金 、生 产 要

素、政策信息等方面的问题：筹资 50 万

元改建进厂路；协助完善电力、污水处

理等设施设备；向相关部门争取产业发

展补助资金。

“只要是我们生产经营中出现的困

难和问题，石黄镇政府都会全力为我们

解决。”付现余用一句话概括出石黄镇

的助企纾困措施。

由于受前期停产、拖欠各类款项等

问题影响，忠味堂公司用工存在一定难

度。石黄镇政府及时跟进，督促企业支

付工人工资、社保及农民甘薯采购款。

通过加大宣传力度来最大限度消除负

面影响，发动镇、村、组三级干部联动，

最终招聘到 20 余名生产线工人。

2022 年初，忠味堂公司恢复正常生

产 ，在新招聘 20 名生产线工人的基础

上，30 多名准备外出打工的熟练工全部

回到车间。

奖励种植，解决后顾之忧

机器转起来了，订单也有了，但是

原材料的供应又出现问题：很多群众不

再愿意种甘薯。

原来，群众往年种的甘薯，企业要

么没有按照约定价格收购，要么照价收

购后未及时兑付款项，大大挫伤了群众

的种植积极性。

“要想重新获得群众信任，除了兑

付 所 欠 款 项 外 ，还 得 让 群 众 吃 上 定 心

丸！”石黄镇相关负责人提出建议。

2022 年初，忠味堂公司向石黄镇政

府缴纳了“甘薯种植保证金”10 万元。

原有的欠款也已经全部兑现，现在有了

这颗定心丸，群众种植甘薯的积极性回

来了。同时，石黄镇通过制订相关产业

发展激励措施，在全镇开展“薯王比赛”

活动，进一步培育壮大“忠薯一号”特色

产业，保障企业原料供应。

2022 年，全镇甘薯种植面积恢复到

1000 亩。

“今年我打算种 10 亩。”

“我打算种 15 亩。”

“我准备将能种甘薯的地块全部种

上。”

…………

2 月 15 日，忠味堂公司组织召开甘

薯种植动员大会，村民们争先恐后地报

出种植计划。

据了解，今年石黄镇的甘薯种植面

积将达到 3000 亩，基本能满足忠味堂公

司的原材料需求。

轻装上阵，发展势头迅猛

没有后顾之忧，忠味堂公司轻装上

阵，潜心投入到企业发展壮大中。

通 过 技 改 ，企 业 生 产 能 力 迅 速 提

高，从之前日加工 1 吨淀粉的规模增加

到日加工 3 吨，原来日包装 500 件疯狂

粉丝变为日包装 1500 件。

通过提升产品质量、开辟产品市场

等方式，忠味堂公司的销售业绩突飞猛

进。

2022 年忠味堂公司实现产值仅 300

万元，而今年初就签订了 3000 万元的订

单。

“我在忠味堂干了四五年，去年是

工资最高的一年，平均每个月都能领到

4000 多元，看样子今年的工资还会更高

哦。”工人蒋文香开心地告诉记者。

“农产品加工企业既关系着群众就

业，又牵动着农户增收，甚至还影响着

地方农业产业的发展。我们既要招商

引入新项目，更要关心帮助落地生产的

项目。下一步，我们将对辖区内的所有

农业企业把脉问诊，‘一企一策’排忧解

难。”石黄镇党委负责人表示。

““忠味堂忠味堂””走进春天走进春天
——石黄镇助企纾困的故事

本报记者 袁明琼 向阳


